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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细致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至2009年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其入选资料均保留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力求带领读者亲历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本书主要供高等院校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参考，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提
供一份综合性的资料。
通过这些资料的阅读，能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情况。
本书与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可互为参照阅读，可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的配套用书。
为了保存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本来面貌以供学习、研究，本书收录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文风和观点带有
时代痕迹的文章，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依据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历史阶段的时序编选，在每一个时段又分别设置了反映这一时段文学
面貌的相关专题，力求做到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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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七、文学创作引起的讨论  朦胧诗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　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　孙绍振：新
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　[题解23：朦胧诗]　　人道主
义思潮中关于《人啊，人！
》的争论　　戴厚英：《人啊，人！
》后记　　何满子：没有人啊，没有人！
——评小说《人啊，人！
》兼说艺术创新　[题解24：人道主义思潮中关于《人啊，人！
》的争论]　　现代主义与现代派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　　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冯骥才给李陀的信　　李  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　　刘心
武：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　[题解25：现代主义与现代派]　　向内转　　鲁枢元
：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曾镇南：为什么说“向内转”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
　[题解26：“向内转”]　　先锋文学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　　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
其批评　[题解27：先锋文学]　　诗歌创作中“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　　于坚：穿越
汉语的诗歌之光　　王家新：从一场漾漾细雨开始　[题解28：诗歌创作中“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
写作”之争]八、从共名到无名状态下的创作思潮　拨乱反正与探索浪潮中的写作　荒煤：《伤痕》也
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
　何西来：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论“反思文学”　吴亮、程德培：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
潮——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分析与评析　张炯：论“改革文学”及其深化　李庆西：寻根：回到
事物本身　潘旭澜、王东明、李振声、王彬彬：漫话报告文学　[题解29：拨乱反正与探索浪潮中的写
作]　　个人立场与多元状态下的写作　　李振声：另一种向度：无需依傍或让每一个人自己成为一种
文化和意义源头　　张业松：新写实：回到文学自身　　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　　吴义勤：在
边缘处叙事——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论　　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
的笔记　[题解30：个人立场与多元状态下的写作]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周立民：困
境中的文学期刊与因循中的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生态环境考察之一　　陈思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
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谢有顺：对现实和人心的解析——以新世纪散文写作为中心　　王  
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　　杨庆祥：“孤独”的社会学和病理学——张悦然的《好事近》
及“80后”的美学取向　[题解31：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大众文化与现代读物　　严家
炎：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　　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郜元宝：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由《莲花》说开去　　严锋：变形的意义
：对《大话西游》热的跨艺术解读　　蓝爱国、尹秋雯：接受美学视域下的玄幻文学现状评析　[题
解32：大众文化与现代读物]　　反思“纯文学”与文化研究　　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
陀访谈录　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　[题解33：反思“纯文
学”与文化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四>>

章节摘录

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
群众的习惯的信念。
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中，也不例外。
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
碍。
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
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
在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
当前出现了一些新诗人，他们的才华和智慧才开出了有限的花朵，远远还不足以充分估计他们的未来
的发展，除了雷抒雁之外，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出版过一本诗集，却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有时甚至
把读者分裂为称赞和反对的两派。
尽管意见分歧，但他们的影响却成了一种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许多年轻的乃至并不年轻的追
随者。
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前辈好像有点艺术上的停滞，正遭到他们的冲击。
如果前辈们没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很可能会丧失其全部权威性。
谢冕同志把这一股年轻人的诗潮称之为“新的崛起”，是富于历史感，表现出战略眼光的。
不过把这种崛起理解为预言几个毛头小伙子和黄毛丫头会成为诗坛的旗帜，那也是太拘泥字句了。
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说与传统的美学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但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
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
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
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
他们和我们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和六十年代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
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梁小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的内心进军。
”他们在探求那些在传统的美学观看来是危险的禁区和陌生的处女地，而不管通向那里的道路是否覆
盖着荆棘和荒草。
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诗风有一种探险的特色，也许可以说他们在创造一种探索沉思的传统。
徐敬亚说：“诗人应该有哲学家的思考和探险家的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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